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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们在工作场所度过的时间不断增加。因此，办公建筑内部空间的舒适度对于

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对于办公建筑空间的需求逐渐转向生理和心理上的舒适度、优雅感。现代办公建

筑空间设计已经从传统的单一功能设计转变为注重人性化和环境营造的设计理念。

：办公建筑空间；人性化；设计

在当前的阶段，用户对高层办公建筑的功能性和生态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人员需要进行市场调研和用户

需求分析，以强化人性化和生态化设计，提高空间资源利

用率，降低建筑运行能耗，确保用户能够感受到舒适、温

馨的办公环境，从而高效地进行办公活动。通过这样的设

计，高层办公建筑的生态功能与实用价值得以最大化，赢

得了用户的高度满意，实现了建筑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办公建筑的人性化设计是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注重

人文理念的融入和人文精神的体现。这种设计方式在形式

上能够激发感知，实现艺术与技术的和谐统一。在办公建

筑人性化设计中，我们特别关注人的因素，包括人在办公

建筑内的生理、心理以及情感等方面的需求。这样能够更

好地确保所设计的空间环境具有强烈的人性化特征。例如，

在环境设计过程中，我们注重造型、空间、色彩等方面的

比例尺度和宜人性，以及绿化、家具和陈设方面的人性化

关怀。

人性化的建筑设计不仅满足建筑功能的需求，还注重

人的心理需求的研究，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关怀。在室内空

间设计中，我们将有形物质形态在无形精神形态中体现出

来。例如，在室内空间设计形式上，不同的造型、材料与

色彩和光的变化都能给人带来良好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

现。

这种设计方式关注开发挖掘物体功能，将关爱、平等

和环保等理念体现出来，给人一种亲切温馨的感觉，并形

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实现办公空间的不同要素与人之间形

成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

2.1 合理运用回收与可再生资源

在高层办公建筑普及的城市中，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

和改善城市环境，现代生态建筑的设计理念中融入了人性

化和生态化。例如，美国绿色办公楼的墙面材质为麦秸，

经过有效加工后使墙面更加稳固。地板采用废弃的玻璃制

成，办公桌的材质是豆渣和废纸。在办公楼的墙壁上种植

常春藤，以打造清新、自然的办公室气氛，改善空气质量，

创造良好的办公环境。这种设计主要采用可再生资源，并

对部分废物进行回收利用和加工，从而打造绿色生态办公

建筑。

这种设计理念不仅体现了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也体

现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回收和再利用废弃物，可以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消耗，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同时，

使用可再生资源可以减少对非可再生资源的依赖，为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这种设计理念的应用不仅局限于办公建筑，也可以推

广到其他建筑领域。通过合理运用回收与可再生资源，我

们可以打造更加环保、可持续的建筑环境，为人类创造更

加美好的未来。

2.2 提高办公环境的质量

传统的高层办公建筑设计往往更注重办公室的摆设

与陈列，使用更多的工业材料，强调整体效果。设计师会

在办公室中设置多种多样的灯具，但往往没有考虑到自然

光源的利用。许多办公室的通风条件较差，散热性能较低，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不利于身心健康，还会降低工作

效率。因此，需要采用人性化、生态化的设计理念来创造

良好的办公空间。

（1）将办公空间与自然环境相结合。要确保建筑结

构的合理性，充分发挥太阳光的作用。根据本地区的气候

条件，提高室内接收阳光照射的频率，并打造完善的通风

系统。对于坐在窗户旁边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窗

帘设置来避免阳光直射。同时，根据办公室室内的设计风

格，合理设置相应的绿化景观，如绿植、盆景、水族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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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既能及时吸收室内的有害气体，还能使室内环境

更加灵动。柔和的墙面色彩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为工作

人员带来良好的享受。

（2）加强对绿色生态材料的推广。选择无污染、节

能环保的材料，避免对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例如，可选择竹、樱桃木等自然材料，营造清新自然的办

公环境。选择合适的技术，如设置抗菌自洁玻璃、调节室

内湿度的砖等。为了减少噪音对工作人员的干扰，可在办

公室中设置必要的吸音材料。在设计中减少对材料的浪费，

并将绿色环保材料作为首选。

3.1 便捷性原则

便捷性是办公建筑空间人性化设计的首要原则。考虑

到人们首次进入办公建筑空间时的觅路和定向需求，设计

应确保办公空间具备明显的可识别性，以便人们能迅速找

到目的地。办公建筑空间的设计不能仅仅依靠办公室名称

或生硬的墙壁来划分空间，而应突出各个区域的特色，展

示不同空间的差异性。同时，优化办公建筑空间的标识系

统，通过动态线路来引导方向。独特的标志设计能反映出

办公建筑空间的独特文化，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尽量融入

不同的标志造型和色彩，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3.2 过渡性原则

人们从室外进入办公建筑空间需要一个心理过渡，从

散漫状态调整到紧张工作状态。过渡性设计原则要求在从

走廊、电梯厅进入办公建筑空间的过程中，呈现一种序列

化设计效果，以满足人们对于不同建筑空间的心理需求。

例如，通过过渡性公共空间和建筑周围外部空间区域的设

计，使办公建筑空间和外部空间之间的过渡更加柔和，避

免人们突然进入封闭的办公建筑空间产生不适感，协助人

们在私密性和开放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3.3 交往性原则

办公建筑空间设计应注重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

交流。消除办公区域和安全通道之间的界限，将办公区域

和通道空间相结合，创造出富有特色和个性的交往空间，

使枯燥的办公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提高办公建筑空间的环

境品质和人文内涵，在这些区域配置完善的网络信息设备

和休闲设施，使整个办公建筑空间更加灵活，成为人们沟

通交流的聚集地，增加人们办公生活的自由度。

3.4 自然性原则

办公建筑空间设计应尽量引入自然元素，为人们提供

亲近自然的机会，改善办公建筑空间环境，净化空气。利

用各种自然资源可以有效降低办公建筑的能耗，改善自然

采光和通风条件，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的办公环境。在

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结合当地气候和水文环境，因

地制宜地引入自然因素，使办公建筑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利用室内植物花卉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增强办公建筑

空间的舒适性和健康性。

4.1 空间尺度的人性化设计

在对办公建筑进行人性化设计时，首先需要关注空间

尺度的设计。为了营造出多元化的空间效果，设计师需要

注重比例问题，通过比例原理的应用，确定最佳的位置、

结构和造型。在处理空间尺度时，关键在于掌握好比例，

这主要涉及到整体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些关系

在建筑空间的长、宽、高关系中体现出来，如大小、长短、

粗细、轻重、高矮等。只要搭配得当，就能实现良好的比

例效果。

如果空间的尺度过大或相互交叉，可能会导致尺度感

混淆，给人的心理带来紧张感。然而，在大空间中适当进

行小比例的穿插，可以有效地调整细部比例，给人一种平

易近人的感觉。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设计师还需要简

化复杂的空间尺度，实现视觉上的简化明了。通过设置以

人为尺度的各种办公家具，可以提高空间的亲和力。

4.2 空间色彩的人性化设计

色彩在空间设计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在物理方面，

还在心理方面产生影响。因此，色彩的选择会对人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产生直接影响。例如，传统的手术室内主要采

用白色，而现在的手术室则更倾向于使用灰绿色。这是因

为长期处于白色环境可能会导致精神紧张和生理疲劳，而

灰绿色则能缓解这种压力。

在对办公建筑的空间色彩进行设计时，应着力营造和

谐统一的人性化色彩环境。无论是同类色系组合还是色系

对比组合，都应该注重色彩的和谐与愉悦感。色彩的美是

互相衬托而体现出来的，若配色所表现出的情趣能满足人

的情绪并产生共鸣，色彩的配合形式和人的心理形式对应，

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和谐愉悦的感觉。因此，在对办公空间

进行色彩设计时，必须将其与空间功能相符的特点和性格

体现出来。

4.3 业务空间的人性化设计

业务空间是办公建筑内部空间的核心部分之一，它是

办公建筑的使用者停留时间最长的空间。因此，在设计时

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空间中的光线、色彩、温度、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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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和肌理等多方面的要求。同时，要提高空间对办公行

为的支持能力。

设计业务空间时可以以团队这一基本单位来展开设

计。抓住团队办公这一本质特征，从基本特征出发去展开

业务空间就能够有效提高业务空间的适应能力。通过具体

组合创造的空间可以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

可以支持不同形式的团队工作，进而达到提高业务空间适

应性的目的，完成对业务空间的人性化设计任务。

4.4 决策空间的人性化设计

办公人员需要各种形式的讨论，无论是十几人还是三

两人。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办公建筑内部需要提供能够容

纳这些讨论的地点。这可能是一个大一点的会议室，也可

能是专门为小团队设计的讨论空间。因此，各种会议空间

在办公建筑中显得尤为突出，它们的位置和形态是办公建

筑内部的一个亮点。

现代办公建筑除了传统的会议室外，还可能配备电视

会议室、电话会议室和可以进行交流的多媒体会议室。这

些空间的出现，不仅满足了办公人员的需求，也反映了办

公空间的多元化和人性化。

4.5 休憩空间的人性化设计

人的行为心理复杂性决定了办公空间不能仅仅是单

一的办公活动。适当的休息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就应

该对这种活动给予足够的重视。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办公建筑内部应该建立大小不一、

围合感不同的空间，使之动静兼备、大小空间并存。同时，

应该塑造更多主题内容不同的空间，根据休憩空间的大小

和位置不同将它们分为三个层次的空间：第一个层次是在

业务空间内设置零散的休憩空间，包括小过道、角落、窗

前等；第二个层次是结合通行空间中的水平与垂直体系或

结合建筑的入口或中庭，利用边界效应的原理设置；第三

个层次是集中设置休憩空间，也可以结合建筑内的餐厅设

置。

4.6 照明方面的人性化设计

在整个办公建筑设计过程中，照明设计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内容。而照明设计中不仅需要考虑光源问题，同样要

注重人性化的设计。常见的光源主要有自然光和人造光。

通常而言，自然光的漫射与窗敞开的大小有着关联，而强

光线的自然光又会给办公室带来刺激感，进而影响人的办

公。所以为了体现设计的人性化，就应在满足人对自然光

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将光线调得柔和，通过装饰设计对光

能进行二次处理，从而使其成为舒适的光源，而有时候由

于地理位置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自然光往往难以满足办公

的需要，所以还需要进行人造光源的设计，增加一定的补

充性光源，就能在办公过程中对室内的亮度进行自动的调

节，不仅给人带来亲切感，还能实现与自然光之间的互补，

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4.7 空间分隔方面的人性化设计

随着应用物质的多样化，如立体、平面、相互穿插、

上下交叉，加上采光，照明的光影、明暗、虚实，陈设的

简繁，空间的曲折、大小、高低和艺术造型等手法，产生

了形态繁多的空间分隔。这就要求设计按照功能需求，从

人性化角度进行空间分隔。对声音、视线、温度等进行隔

离，形成独立的空间，多采用封闭式分隔。强调与相邻空

间之间的连续性与流动性，视线可相互透视，可采用隔屏、

透空式墙面或家具等形成半开放式分隔空间。而象征式分

隔空间常常以建筑物的梁柱、材质、色彩、绿化植物或地

坪的高低差等来区分，其空间的分隔性不明确，视线上没

有有形物的阻隔。有时两个空间之间采用地面色彩和材质

的变化，划分出一个休息空间，与周围环境保持着分隔方

式，居于开放式隔间或半开放式隔间之间，从而形成一个

弹性分隔空间。

综上所述，探讨如何实现办公建筑设计的人性化具有

深远意义。因此，在设计办公建筑时，必须深刻认识到加

强人文理念的重要性，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只有

这样，才能确保办公建筑设计的人性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特别需要掌握办公建筑人性化设计的关键要点，以更好地

展现设计的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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